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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置GB／T27851—2011本标准按照GB／T1．1一z009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化学品测试导则227(2006)《陆生植物生长活力试验》(英文版)技术内容相同。本标准做了下列结构和编辑性修改：——将前言的内容作为引言内容；——将原附录A的定义调整为正文内容；——删除了原附录C中种子供应商的相关内容；——将计量单位改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谱尼测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燕珍、梅承芳、周红、孙国萍、张宏涛、刘纯新、陈会明、陈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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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851—2011引言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管理使用上的适用性OECD化学品测试准则会被定期校阅修订。本标准在OECD208口1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其目的在于评价受试物对陆生植物露出地面部分生长活力的潜在影响。本试验本身不包括对植物的所有慢性效应及对繁殖的影响(例如结实、开花、果实成熟)。应考虑受试物的暴露条件(使用情况)和受试物的性质以确保使用合适的试验方法。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化学物质、生物杀灭剂及农药(又称植物保护剂或杀虫剂)。标准是以OECD208口’21以及其他现有的方法口1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也参考了其他与植物试验相关的文献’”]。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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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化学品陆生植物生长活力试验GB／T27851—2011本标准规定了评价受试物对陆生植物露出地面部分生长活力的潜在影响的方法，不包括对植物的所有慢性效应及对繁殖的影响(例如结实、开花、果实成熟)。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化学物质、农作物保护剂或农药。2术语和定义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2．1农作物保护剂或农药cropprotectionproducts(CPPs)orplantprotectionproduct(PPPs)orpes-ticides一种具有特殊生物活性的，专门用于保护作物免于病原物(如真菌、昆虫、杂草)侵害的物质。2．2效应浓度或效应比率x％effectconcentrationorz％effectrate，ECx、ERx相对于对照组，在观测终点z％受影响时的浓度或比率(例如地上部分植株重量下降，植株存活数目，或植株外观受损达25％或50％的浓度或比率，分别为EC：；／ER。；或EC”／ER；。)。2．3萌芽emergence胚芽鞘或子叶露出土表。2．4制剂formulation含有活性成分的商业配制产品，又称最终制品或终端产品。2．5最低可观察效应lowestobservedeffectconcentration，LOEC可被观察到效应的最低受试物浓度。在这个试验中，与对照相比，在既定的暴露时间内，对应于LOEC，有一个统计上的明显效应(声<o．05)，同时此值高于NOEC值。2．6非靶标植物non-targetplants目标植株范围外的植物，对于农药来讲，通常指处理区域之外的植物。2．7无观察效应浓度noobservedeffectconcentration，NOEC观察不到效应的最高浓度。在这个试验中，不能观察到的效应的最高浓度是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相对于对照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户<o．05)。2．8植物毒性phytotoxicity(通过测量或观察)发现的由某种物质引起的植物非正常的外观和生长方面的损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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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851—20112．9重复replicate对照组和／或试验组试验单位的重复，在本试验中指的是以盆为单位的重复。2．10观察评价visualassessment通过与对照组比较观察植物的长势、活力度、畸形、枯黄、坏死及整体外观进行评价。3原理受试植物从种子到长出2片～4片真叶期后，将受试物按适当的比率喷洒到植株及其叶子表面。在用药后21d～28d的试验间隔中(对于附录C中列出的10种植物，试验周期为21d)，以未喷洒受试物的植株为对照，在不同的间隔时间点，评价受试植物的生长活力。试验结束时测量幼苗的干重或鲜重。某些情况下通过测量幼苗的高度以及植物不同部位的可观察损害程度进行评价。通过多个浓度／比率试验得到剂量一效应曲线，或通过单一浓度／比率的限度试验，获得受试物的效应浓度(EC：)或效应比率(ER)，同时计算出无效应浓度(NOEC)和最低可观察效应浓度(LOEC)。本试验目的是获得剂量一效应曲线，或者根据研究目的以单一浓度／比率进行限度试验。如果单一的浓度／比率的试验结果超出了某一毒性水平(例如是否观察到效应大于z％)，就要进行较大浓度范围试验以确定毒性上限和下限，接着通过多个浓度／比率试验得到剂量一效应曲线。然后应用合适的统计学方法获得浓度效应值EC：或者施用率效应值ER(如EC。；、ER。；，EC。ER；。)等敏感的参数。同时计算出无观察效应浓度(NOEC)和最低可观察效应浓度(LOEC)。4受试物信息受试物信息包括以下内容；a)结构式；b)纯度；c)水中溶解度；d)有机溶剂中的溶解性；e)正辛醇／水分配系数；f)土壤吸附行为；g)蒸气压；h)水和光化学稳定性；i)生物降解性。5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要确认结果有效，应符合下述要求：a)种子的发芽率至少达到70％；b)对照组植株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植物毒性效应(如萎黄病、坏死、萎蔫、茎叶变形)，某一特定的植株只表现该种植物正常生长和形态的变化；c)试验期间，对照组植株的平均存活率至少达到90％；d)对于某一特定的植物，环境条件一致，以及生长介质含有相同的土壤基质、支持介质，或者来源相同的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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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比物

CB／T 27851—2011

定期测试参比物，用以验证试验的有效性，受试植物的反应，以及试验设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

生显著变化。对照组连续性的生物量和生长的测定可以评价某实验室试验系统的效果，同时也作为实

验室内部质量控制的一个措施。

7试验方法

7．1 天然土壤一人造基质

7．1．1植物可栽培在有机碳含量为不高于I．5％(相当于有机物含量3％)的砂质壤土、沙壤土或砂质

黏壤中。含有不高于1．5％有机碳的商业性土壤或人造基质也可用于试验。如果已知受试物与粘质土

有高度的亲和性则不能使用该土壤。田间土壤须过2 mm筛以除去土壤粗大的杂质。报告最后用于试

验的土壤其类型和结构、有机碳含量、pH值以及含盐量(以电导率表示)。应根据标准分类方法口”对土

壤进行分类。土壤应以巴斯德法或热处理法进行灭菌以减少土壤病原体的影响。

7．1．2天然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会使试验结果复杂化并增加结果的可变性。理化性

质及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相应地会改变土壤的持水力、化学吸附能力、透气性、营养及微量元素含量。

化学因素，例如pH值和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都会影响受试物的生物可利用性口““。因此可使用人造

基质。

7．I．3人造基质通常不用于农药的试验，但可用于一般化学品试验、或者当希望通过降低天然土壤的

多样性以增加试验结果的可比性时应用。所用介质应是由惰性物质组成，以将其对受试物、溶剂或者受

试物溶剂两者的相互作用降到最低。酸洗过的石英砂、石棉和玻璃珠(如直径0．35 mm～o．85 ram)是

公认的惰性载体，这些物质吸附受试物的程度最低o⋯，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通过根吸收将物质提供给

幼苗。蛭石、珍珠岩或者其他吸附性程度高的材料不适宜于用作介质。试验过程中应提供植物生长营

养物质以保证植株不会因为营养缺乏而受胁迫，如有可能，可以通过化学分析或对对照植物的观察来

评价。

7．2受试植物物种的选择标准

选择受试植物时考虑到植物之间不同效应而应该尽可能广，要考虑植物类别的多样性、分布、丰度、

生物生长周期特征以及自然分布区域o“”2“。因此在选择受试植物时，应考虑下述特性：

a)受试植物种子来源要一致，种子要容易得到而且来自可靠的标准种子库，而且种子能产生一

致、可靠和均匀的芽，幼苗有一致的生长速度；

b)受试植物要适合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测试，并在实验室内和不同实验室之间均可获得可靠的、

重现性好的测试结果；

c)受试植物敏感性应与这种植物在自然环境暴露于相同受试物的反应是一致的；

d)受试植物在毒性试验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应用，例如用于除草剂生物毒性测试、重金属筛查、盐

度或矿物质的胁迫试验或植物毒素抑制试验表明其对多种多样的应激源的敏感性；

e) 受试植物适合测试方法所确定的生长条件；

f) 受试植物符合试验有效性的要求。

一些历史上最常用的受试物种参见附录A和非作物植物种参见附录B。

7．3受试物的施用

受试物应在合适的载体中施用(如水、丙酮、乙醇、聚乙二醇、阿拉伯胶)。也可以直接以配制产品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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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有效成分及各种助剂的制剂进行试验。

受试物是模拟典型的喷雾罐喷洒到植物表面。一般来说，喷洒剂量应在正常农业使用的范围内，并

不得让受试物从植物叶面流下来。如果使用了溶剂或载体，应该设置仅含溶剂或载体的对照组。对于

制剂，这方面则不需要考虑。受试物是粉剂时，试验方法需进一步改进。

7．4试验浓度／比率的确认

受试物浓度／比率用合适的分析方法确认浓度／比率。对于水溶性的物质，用经过校准的仪器(例如

经过校准有刻度的玻璃仪器，经校检的喷雾仪器)分析计算最高试验浓度来确定系列稀释的试验浓度。

对于难溶于水的物质，应提供该物质加入到土壤中的量。如需证明均匀性，应对土壤进行分析。

8试验程序

8．1试验设计

8．1．1种植在盆中的同一种植物从种子到2片～4片真叶期开始试验，这个阶段的时间取决于所选的

品种，但对某些物种如洋葱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对于试验阶段的确切描述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每

盆种植植物的数量应与植物的种类、盆的大小和试验周期相适应。试验过程中应为植物提供足够的生

长空间和统一的生长条件，并避免试验过程中过分拥挤形成叶片相互遮掩。例如，建议每两棵玉米、大

豆、番茄、黄瓜或甜菜的间距为15 cm；直径15 cm的盆种植3株油菜和豌豆种子；直径15 cm的盆可种

植5株～lo株洋葱、小麦或其他较小的种子。需要种子和重复(重复是指盆的重复，对于同一盆内植物

不作为重复)的数量应满足统计分析方法的要求[2“。这样可减少组内误差而使得检测组间差别时变得

更容易。值得注意的是，当每盆(重复)使用量少而大种子时相对于可能使用量大的小种子来讲，其变异

系数将会更大。通过在每个盆中种植数目相同的种子，其变异系数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

种子发芽后应该问苗，对于长得体积大的物种每个盆仅种一棵，植株较小的物种每个盆允许种植多

棵。每个盆种植一棵还是多棵植物是以试验结束时植株预期长成的大小和避免过于挤迫而定。一个盆

尽可能种植一棵植物。

8．1．2对照组用于证明观察到的效应与暴露于受试物有关或只归究于暴露于受试物。除了处理组暴

露于受试物之外，对照组应与处理组条件相同。在一个试验组中，包括空白对照在内的所有试验植株应

是同一来源。为了减少误差，应随机放置处理组植物和对照组植物。

8．1．3避免使用裹有杀虫剂或杀菌剂(如包衣种)的种子。但有些非内吸收的杀菌剂(如卡普坦，福美

双)是某些政府法规允许的口“。如果种子带有病原菌，应用5％的次氯酸钠溶液进行短时间浸泡，然后

用自来水进行充分冲洗后风干。没有经过其他农药处理过的种子可直接使用。

8．2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模拟植物正常生长所需的环境或典型环境条件(参见附录c所举的例子)，应避免植株

间拥挤而影响生长，叶子间不应互相遮盖而影响受试物的暴露效果。

植株应在控制良好的环境如人工气候箱、温室中培育。当使用人工气候箱时，应可调控和记录温

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波长、光合有效辐射)和光照周期、施水方式等，这些生长环境因素

应受控并按一定频率(如每天)记录，通过对照组植物长势来判断植物生长是否良好。温室的温度可通

过通风、加热和／或冷却系统进行控制。温室试验一般建议采用以下条件：

a)温度：22℃士10℃；

b)湿度：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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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光照周期：最短光照16 h／d；

d)光照强度：25 900 Ix士3 700 lx[350,uE／(m2·s)士50 pE／(m2·s)]。除了一些光照要求低的

植物外，当光照强度低于14 800 lx(200／1E／m2·s)、波长为400 nm～700 nm时宜外加光照。

监测和记录整个试验过程的环境条件。植物应种植在无孔的塑料盆或玻璃盆中，玻璃盆下面带托

盘或小圆盘，用于种植的塑料盆或玻璃盆应定期调换位置使生长条件尽量一致。塑料盆或玻璃盆应足

够大以满足植物的正常生长不致植株间叶子互相遮盖。

给土壤补充营养以保证植物茁壮生长的需要。可通过对对照组的观察来判断营养物质的添加量和

时机。建议从盆底部引水(例如通过玻璃纤维灯芯引水)或在叶子以下部分浇水来补充水分；

特殊的生长环境条件应适合于受试植物及受试物。对照组及处理组应处于相同的环境条件

中。然而，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暴露于受试物(例如挥发性物质)在不同的浓度组以及对照组之间交

叉污染。

8．3单一浓度(比率)水平的试验

为了确定合适的受试物浓度(比率)进行单一浓度(比率)的耐受性试验或限度试验，应考虑某些因

素。对于大多数的化学物质，这些因素包括物理和化学性质。对于农药，应考虑其理化性质、使用模式、

最高使用浓度及频率、每季度使用量和／或其内吸长效性。为了判断该化学物质是否有植物毒性，以最

高的近叶暴露浓度(例如1 000 mg／L)进行试验。

8．4预试验

在剂量一效应研究中，在某些情况，为了提供关于试验浓度或使用频率的范围进行较大浓度范围(例

如0．1、1．0、10、100和1 000单位使用量)的预试验是有必要的。对于农药，其浓度设置应以推荐浓度

或最大浓度或使用频率为基础，例如1／lOO、1／10、1倍的推荐浓度／最大浓度或使用频率。

8．5多浓度／比率试验

多浓度／比率试验的目的是按监管机构的要求建立剂量一效应关系和通过生物量和／或可观察效应

(相对于对照组)确定EQ(ER：)值。

设置的浓度(比率)数量和间距应能获得可信的剂量效应关系和回归方程从而得到EC：或ER的

估值。所设定的浓度(比率)范围应能涵盏EE或ER。例如要得到EC。。，最好能选择能产生20％～

80％效应的浓度。要达到该目的，建议以几何级数设置至少5个试验浓度(比率)及一个空白对照，间距

系数不应大于3。每一处理组和对照组至少设置4个重复，受试植物的总数至少20株。当使用生长特

性变化较大的特定植物要增加平等的数量以增加统计学意义。如果使用更多的处理浓度(比率)，可以

减少重复的数量。如果需要估算NOEC值，需要增加重复的数量以获得预期的统计学意义[23]。

8．6观察内容

在观察期间，要经常(至少1周1次，如可能应每天)观察植株的植物毒性和死亡情况。试验结束

时，应记录存活植物生物量的测量结果及植物不同部位受到的明显毒性效应，后者包括幼苗外观异常、

矮化、斑驳、死亡率及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最终的生物量可通过测定存活植物的最终平均干重得

到，而最终平均干重由地上部分植株在60℃的条件下干燥至恒重获得。另外，最后的生物量也可通过

测定植物鲜重获得。在某些情况下，植株的高度也可以作为一个最终的结果。评价这些可观察的毒性

效应应采用统一的评分标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级来评价的示例见参考文献o“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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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数据与报告

9．1数据处理

9．1．1单一浓度(比率)试验

每种植物的数据应采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分析o“。报告其受影响水平，或报告所用试验浓

度未出现相关效应(例如在，浓度或比率下观察的效应<z％)。

9．1．2多浓度／比率试验

浓度一剂量关系通过回归方程确立。多种模型可用于计算，如计算死亡率的EG或E＆(例如

Ec25、ER25、EC5。、ER5。)及其置信限可用以下多种模型计算(如]ogit、probit、Spearman-Karber、

Trimmed Spearman-Karber等)。当把幼苗生长量(重量和高度)作为连续的点，可用合适的回归分析

方法(如布鲁斯一斯泰赫非线性回归分析o”)计算EC：、E＆及其置信限。对于敏感植物品种来说，R2

应尽可能不低于0．7，而且所设定的试验浓度(比率)其范围应能涵盖产生20％～80％效应的浓度(比

率)。如果需要确定NOEC值，则应根据数据分布选择有效的统计方法o“2“。

9．2结果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受试物：

——试验物质相关的化学性质资料如；分配系数、水溶解度、蒸气压，如果可能，还应提供环境

归趋及行为的相关信息；

——详细描述试验溶液制备的细节及浓度确认方法。

b)试验物种：

——种子来源与育种史(即供应商、发芽率、种子规格、生产批号、生产年份、收获种子的季节)

以及活力等；

——用于试验的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的数量；

—～物种选择的理由；

——种子的贮存、处理和方法。

c)试验条件：

——试验设施，如人工气候箱、人工气候室、温室；

——试验系统的描述，如盆的尺寸、盆的材料和装入土壤的量；

——土壤特征：土壤的结构和类型，如土壤的颗粒大小分布和分类，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有机

物百分比含量、有机碳百分比含量及pH值；

——试验前土壤／基质(如土壤、人工土壤、沙及其他)的准备；

——如果用到培养基，营养培养基的描述；

——试验物质的投入：施用方法的描述、使用的仪器、暴露比率和施用总量、浓度测定的方法及

施用时的环境条件；

——生长条件：光强度(例如光合有效辐射)、光照周期、最高和最低温度、浇水时间安排和方

法、施肥；

——每盆的种子数量、每个剂量组的植物数量、每个暴露组的重复(盆)数量；

—～对照的类型和数量：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如果用了有机溶剂还有溶剂对照；

——试验开始时植物发育所处的阶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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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周期。

d)试验结果：

——所有试验重复的终点值、测试浓度、测试比率、测试物种的数据表格；

——与对照相比每一受试植物的受抑制百分比值；

——生物量试验数据：每种植物地上部分的干重或鲜重相对于对照组降低的百分比；

——如果测量了每一受试植物相对于对照组地上部分的高度，计算其百分比；

——如果试验期内种子开花结籽，可测量统计结籽的情况；

——与对照组相比报告每种受试植物观察到的外观损伤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描述如茎叶萎黄

病，坏死，萎蔫，叶茎变形等任何缺陷效应；

——如果提供可见的损失评价，对可见的损伤分级的准则加以描述；

——对于单浓度的试验，应报告损伤百分率；

——Ec。或ER：如ECso、ERso、ECzs、ER。s及其置信度，所采用的回归分析的方法，说明标准差

及斜率、截距；

——如可能，提供NOEc值及LOEC值；

——使用的统计学方法及所用的设定；

——受试植物相关数据及浓度一剂量关系图示。

e) 试验过程中对标准的任何偏离和是否出现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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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试验所需植物种类

表A．1给出了试验所需的植物种类。

表A．1试验所需植物种类

亚纲 科 学 名 通用名(中文名)

伞形科Apiaceae(Umbelliferae) D口Hc“5 caro缸 胡萝卜

Helianthus annuu$ 向日葵
菊科Asteraceae(Compositae)

Lactuca sativa 生菜、莴苣、莴笋

Sinapis alba 白芥

Brassica campestris wr．chinensis 中国白菜

十字花科
Brassica naptts 油菜

Brassica oleracea wr．capitata 甘蓝、结球甘蓝、卷心菜
Brassicaceae(Cruciferae)

Brassica mpa 芜菁

Lepidium sati"um 独行蕖

Raphanus sativus 萝h

双子叶植
藜科Chenopodiaceae Bem vulgaris 甜菜

葫芦科Cucurbitaceae Cucumis sativa 黄瓜
物亚纲

Glycine max(矗sojd) 大豆

Phaseolus aureus 绿豆

Phaseolus vulgaris 矮生菜豆、四季豆

Pisum sativum 豌豆
豆科Fabaceae(Leguminosae)

TrigoneUafoe，lum—graecum 胡卢巴

Lotus corniculatus 百脉根、五叶草、牛角花、乌趾豆

Trifolium pratense 红三叶

Vicia sativa 巢菜

亚麻科Linaceae Linure usitatissimura 亚麻

蓼科Polygonaceae Fagopyrum esculentum 荞麦

茄科Solaaaceae Solanum lycopersicon 番茄

百合科Liliaeeae(Amarylladaceae) Allium cepa 洋葱

Awtm sativa 燕麦

Hordeum zralgare 大麦

Lolium perenne 黑麦草
单子叶植

Oryzasativa 水稻
物亚纲 禾本科(Poaceae(Gramineae)

Secale cereale 黑麦

Sorghum bicolor 高粱

1Ⅵti删优aestizrum 小麦

Zeamays 玉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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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表B．1给出了非作物植物种类。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非作物植物种

表B．1非作物植物种

GB／T 27851—2011

种子
萌芽或

种植深 发芽时 毒理‘
科 学名(通用名) 生命周期及生境4 生长光 特殊处理。

质量／mg 度。／ram 间8／d 试验
照期。

低温外包层化

伞形科 A．B 处理

窃衣属
Torilis japonica

活动频繁的地区， 1．7～1．9 光=暗 O 5(50％) 种子要成熟
发芽

日本窃衣属 后
Aoiaceae 树林，灌林丛 黑暗抑制萌芽

无需特殊处理

Bellis perennis
P草地，耕地

0．09～
光=暗 O 3(50％)

萌芽不应受 发芽

雏菊 0．17 到辐射 后

Centaurea cyanus A耕地，路边， 14～21 发芽
4．1～4．9 光一暗 0～3 无需特殊处理

矢车菊 开阔的地方 (100％) 后

Centaurea nigra P耕地，路边，
2．4～2．6 光=暗 O

3(50％)
种子要成熟

黑暗抑制萌芽
发芽

黑矢车菊 开阔的地方 4(97％) 后
无需特殊处理

Inula helenium P潮湿，
1～1．3 O 无需特殊处理

发芽

土木香 活动频繁的地区 后

Leont舢lon mspid埘 P田地，路边。 0．85～
光=暗 0

4(50％) 黑暗抑制萌芽 发芽

大蒲公英 活动频繁的地区 1．2 7(80％) 无需特殊处理 后

Rudbeckia hirta B，P活动 <10 发芽
0．3 光一暗 O 无需特殊处理

多毛金光菊 频繁的地区 (100％) 后

菊科
与沙等体积混合

Asteraceae Solidago
P牧场， 0．06～

光=暗 O 14～21
后在500 ppm 发芽

Canadensis
开阔的地方 0．08 赤霉素浸泡24 h 后

加拿大一枝黄花
无需特殊处理

Xanthium 黑暗可能会抑
发芽

A 0 前及
25～61 制萌芽pemylvanicum

田地，开阔的地方 5 发芽
苍耳 在温水中浸泡12 h

后

X口nmium
发芽

A 光=暗 划开表皮 前及
10spinosum

开阔的地方
200

光>暗 无需特殊处理 发芽
刺苍耳

后

Xanmium
发芽

A 前及

田地，开阔的地方
67．4 光=暗 10～20 需特殊处理

发芽
苍耳子

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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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种子
萌芽或

种植深 发芽时 毒理‘
科 学名(通用名) 生命周期及生境‘ 生长光 特殊处理。

质量／mg 度。／ram 间‘／d 试验
照期6

Cardamine
十字花科 P田地，路边， 5(50％) 黑暗抑制萌芽 发芽

pratensts 0．6 光一暗 0
Brassicaceae 草地 15(98％) 无需特殊处理 后

草甸碎米荠

石竹科 Lychnis

CaryophyI 九05一cuculi P 0．21 光一暗
<14 种子要成熟 发芽

(100％) 无需特殊处理 后
剪秋罗

根据种子颜色
发芽

藜科 Ch删opodium A 进行处理干燥
前及

Chenopodi album 田地边， 0．7～1．5 光一暗 0 2(50％) 存贮休眠黑暗
发芽

藜 活动频繁的地区 抑制萌芽无

需特殊处理
后

藤黄科
Hypericum P

0．1～ 黑暗抑制萌芽 发芽
perforatum 田地，耕地， 光=睹 0

Clusiaceae 0．23 11(90％) 无需特殊处理 后
贯叶连翘 开阔的地方

旋花科 Ipomoea A
发芽

Connvolvu hederacea 路边，耕地， 28．2 光>暗 10～20 4(10CI％
萌芽不应受到辐 前及

射无需特殊处理 发芽
碗仔花 开阔地方，玉米地

后

莎草科
Cyperus

发芽

P 光=暗 0 黑暗抑制萌芽 前及

Cyperaceae 耕地，牧场，路边
0．2 12(91“)

(14) 10～20 无需特殊处理 发芽
香附子

后

Lotus
P 划开表皮萌

corniculatus 发芽

百脉根、牛角花、
草地，路边， 1～1．67 光=暗 1(50％) 芽不应受到辐

后
开阔的地方 射无需特殊处理

五叶草

Senna
在水中浸泡z4 h

A 光=暗 划开表皮根据种 发芽
obtuslfolia

潮湿的树林
Z3～28 10～20

决明子
光>暗 子颜色进行处理 后

无需特殊处理

豆科

Fabaceae
发芽

Sesbania 在水中浸泡24 h
A 前及

exaltata 11～13 光>暗 10～20 萌芽不应受到辐

大麻
冲积土 发芽

射无需特殊处理
后

1'ri南lium
划开表皮种子

P 要成熟萌芽不 发芽
pretense

耕地，路边
1．4～1．7 光=暗 1(50％)

红车轴草
应受到辐射无 后

需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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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萌芽或

科 学名(通用名) 生命周期及生境‘ 生长光
种植深 发芽时 毒理‘

质量／mg 度‘／ram 间。／d
特殊处理。

照期。
试验

P 0．75～ 发芽
光一暗 O 无需特殊处理

开阔的地方 i．0 后
益母草

Menth口
P 发芽

潮湿地方
2．21 0 无需特殊处理

留兰香
后

唇形科
Nepeta

P 发芽

Lamiaceae 活动频繁地区
0．54 光一暗 O 无需特殊处理

荆芥
后

Prunella P 黑暗抑制萌芽

nutgarzs 耕地，草地，
0．58～ 5(50％) 发芽

1．2
光=暗 O

7(91％)
选取大的种子发

夏枯草 活动频繁的地区 芽无需特殊处理
后

Stachvs
P 发芽

officinali
草地，耕地

14～18 光一暗 7(50“) 无需特殊处理

5水苏
后

Abutilon
发芽

A 划开表皮 前及
theophrasti 8．8 光一暗 10～20 4(84％)

茼麻
耕地，开阔的地方 无需特殊处理 发芽

锦葵科 后

Malvaeeae 发芽

Sida spinosa A
划开表皮

前及
3．8 光；暗 10～20 萌芽不应受到辐

剌金午时花 耕地，路边 发芽
射无需特殊处理

后

罂粟科 Papaverrhoeas A耕地，
低温外包层化与

发芽
0．1～0．3 光一暗 O 4(50％) 划开表皮无需

Papaveraceae 虞美人 活动频繁的地区 后
特殊处理

Agrostis tenuis A 黑暗抑制萌芽 发芽
0．07 光>暗 20 10(62％)

细弱剪股颖 草地，牧场 无需特殊处理 后

Alopecurus A
划开表皮用 发芽

耕地， 0．9～1．6 光=暗 2
<24 101 mg／L的KOH 前及

(30％) 处理黑暗抑制萌 发芽
大穗看麦娘 开阔的地方

芽无需特殊处理 后

禾本科 射开表皮 发芽
A

光一暗 黑暗抑制萌芽 前及Poflceae A’Jetla
耕地， 7～37．5 lO～20 3(70％)

如tua燕麦草 光>暗 低温外包层化 发芽
开阔的地方

无需特殊处理 后

Bromu$ 选成熟种子
发芽

A 0．45～ 前及

耕地，路边 2．28
光=暗 3 光照抑制萌芽

旱雀麦 无需特殊处理
发芽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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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种子
萌芽或

种植深 发芽时 毒理‘
科 学名(通用名) 生命周期及生境‘ 生长光 特殊处理。

质量／mg 度。／ram 间。／d 试验
照期-

Cynos“rTl．$ P

耕地， 0．5～0．7 光=暗 0 3(50％)
萌芽不应受到辐 发芽

射无需特殊处理 后
洋狗尾草 开阔的地方

Digitaria
划开表皮、低温外

发芽
A 包层化种子成熟

0．52～ 7(75％) 前及sanguznalis

耕地。泥碳地， 光一暗 10～20 101 mg／L的KOE
马唐抓地龙， 0．6 14(94％) 发芽

鸡窝草
开阔的地方 处理黑暗抑制萌

后
芽无需特殊处理

Echinochloa 划开表皮
发芽

光；暗 前及
crusgalli A 1．5 10～20 萌芽不应受到辐

稗草、稗子
光>暗 发芽

射无需特殊处理

禾本科
后

Poaceae Elymus P

Canadensis 河边， 4～5 光一暗 1 14～28 无需特殊处理
发芽

后
加拿大披碱草 活动频繁的地区

nstuca P

pratensis 耕地，
1．53～ 光=暗 9(74％) 发芽

20 无需特殊处理
2．2 光>暗 2(50％) 后

草甸羊茅 潮湿的地方

Ho一“m A 温暖外包层化
发芽

pusillum 牧场，路边， 3．28 处理萌芽不应
前

小大麦 开阔的地方 受到辐射

Phleum P 黑暗抑制萌芽
2(74 oA) 发芽

牧场，路边， 0．45 光>暗 O～10
8(50％)

萌芽不应受到辐

猫尾草 开阔的地方 射无需特殊处理
后

Polygonum
低温外包层化

发芽

convolvulus A 前及
5～8 光；暗 0～2 4～8周萌芽不应

发芽荞麦蔓、卷茎蓼、 开阔的地方，路边
受到辐射

野荞麦秧 后

萌芽不应受到 发芽
Polygonum

A 辐射，黑暗抑制 前及
1．8～2．5 光>暗 5(94％)lapathifolium

潮湿的地方 萌芽低温外包层 发芽
酸摸叶蓼

化无需特殊处理 后
蓼科

Poaceae Polygonum o～5℃低温外包
A 发芽

pennsyl口anicum
耕地，开阔的地方

3．6～7 2 层化4周黑暗抑
前

宾夕法尼亚蓼 制萌芽

划开表皮、低温外

Polygonum A
包层化赤霉素处

<14 理低温外包层化， 发芽
Pe九jc口，14 括动频繁的地区， 3．1～2．3 光>暗 0

2(50％) 种子成熟黑暗抑 后
荨麻 耕地

制萌芽无需特殊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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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萌芽或

科 学名(通用名) 生命周期及生境‘ 生长光
种植深 发芽时 毒理‘

质量／nag 度。／ram 间。／d
特殊处理。

照期‘
试验

蓼科
R“优ez crispus P 黑暗抑制萌芽

3(50％) 发芽
皱叶酸模， 耕地，路边， 1．3～1．5 光=暗 0 种子成熟

Poaoeae 6(100蛎) 后
羊蹄叶 开阔的地方 无需特殊处理

Anagalli5
A

报春花科
琉璃繁缕，海绿、

耕地，开阔的 1(50％)
低温外包层化赤

Primulaceae 地方，活动频
0．4～O．5 光一暗 霉素处理萌芽光

发芽

四念癀、龙吐珠、
繁的地区

照无需特殊处理
后

九龙吐珠

P

毛莨科 RanuncuZg$Ⅱcr／s
耕地，路边， 1．5～2 光一暗 1 41～56 无需特殊处理

发芽

Ranunculaeeae 毛茛，茅莨 后
开阔的地方

P
黑暗抑制萌芽温

5(50％) 外包层化，赤霉 发芽蔷薇科 GP"tH urbanum
植物篱， O．8～1-5 光；暗 0

Rosaceae 菩提香 16(79％) 素处理无需特殊 后
潮湿的地方

处理

A 低温外包层化处 发芽

Galium口声arine 耕地，潮湿的 5(50％) 理萌芽不应受到 前及
7～9 光一暗

拉拉藤 地方，活动频繁 6(100％) 辐射光照抑制萌 发芽
茜草科

的地区 芽无需特殊处 后
Rubiaceae

P
发芽Galium mollugo

植物篱，开阔 7 光一暗 2 无需特殊处理
粟猪殃殃 后

的地方

Digitalis B，P
6(50％) 黑暗抑制萌芽 发芽

purpurea 植物篱， 0．1～0．6 光=暗 0
8(99％) 无需特殊处理 后

玄参科
毛地黄 开阔的地方

Serophular
A 黑暗抑制萌芽 发芽

Veronica
耕地，潮湿的

0．5～O．6 光=暗 0
3 低温外包层化处 前及

persica
地方，活动频繁 5(96％) 理无需特殊 发芽

波斯婆婆纳
的地区 处理 后

注：表中给出的52种非作物植物种子信息，在括号中给出每个条目的信息。给出的出苗率只是已出版文献给出

的一个参考。具体的信息与物种来源及其他因素不同有差异。

‘A一一年生植物，B=二年生植物，P=多年生植物。

‘参考11，14和33是指光暗时间比，参考3，6，9，10，13，20指温室生长条件。

。0 nlin指播种在土壤表面或需光照发芽。

。所列数据反映第几天发芽率多少：例如第3天发芽50％。

。种子成熟过程和外包层化处理方面的信息通常不会提供，除非需要冷处理的要求，但温度条件没特别指定，因

为温室试验中温度条件的控制是有限的。所以大多数种子能在温室的波动温度范国内可发芽。

‘指明种子发芽前或发芽后包括除草剂的植物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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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生长条件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某些作物合适的生长条件示例

下面为lo种作物合适的生长条件，同时也可用于指导在培养箱对其他受试植物进行试验
a) 二氧化碳浓度：688 mg／m3士98 mg／m3(标准大气压下)；

b)相对湿度：在光照期间为70％±5％和在黑暗期间为90％士5％；

c)温度：白天25℃±3℃，晚上20℃士3℃；

d)光照周期：16 h光／8 h黑暗，平均光照波长400 nm～700 nm；

e)光强：在顶部测定光强25 900 lx±3 700 lx(350 pE／(i"112·s)±50“E／(m2·s)。

c．2作物

作物如下：

a)土豆(Solanum lycopersicon)；

b)黄瓜(Cucumis sativus)；

c) 莴苣(Lactuca sativa)；

d)大豆(Glycine max)；

e) 甘蓝(Brassica oleracea"UaT．capitata)

f) 胡萝h(Daucus carota)；

g)燕麦(Arena sativa)；

h)黑麦草(Lolium perenne)；

i) 玉米(Zea mays)；

j) 洋葱(Allium 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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